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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三个强化”推进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1-7月份，我市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20.8%、位列全省第三
位。强化创新主体培育。实施高新技
术企业成长、规上企业转高、科技型中
小企业升高“三大计划”。支持40家新
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加大技术创新，重
点服务40家产值2亿元以上的高新技
术企业，促进产品换代升级。强化分类
服务指导。稳定汽车与装备制造产业
增长，培育新材料、食品医药、电子信息
高新产业新增长点。上半年汽车和装
备制造、新材料、食品医药、电子信息产
业分别增长5%、20.4%、44.9%、34.8%。
强化科技项目支撑。推动企业研发活
动项目化，建立规上企业研发项目库。
上半年共遴选实施首位产业研发项目
150项，立项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46
项，合计经费3402万元。 科 宣

我市“三个强化”
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大观区推出指尖上的“四办”服务
提升治理效能。网上办。185项行政审
批事项、500多项公共服务事项与省、市
一网通办，275项业务可全程网办，网上
可办率达90%以上。掌上办。推动“安
康码+出行”“安康码+复学”等，集中开
发“中介服务超市”“学情监测”等8个高
频应用，加快政务服务向移动端延伸。
随时办。整理居民身份证办理等就近
可办、异地通办高频事项，推出营业执
照打印、水电费缴纳等不打烊事项。建
立企业代办服务中心，提供全流程代办
服务30多起。智慧办。在十里铺乡建
立“1+7+X”网格化智慧管理平台，38个
观测点24小时监控。试运行以来，督办
城市管理等问题510多件。 大 观

大观区推出指尖上的
“四办”服务提升治理效能

宿松县“三道加法”筑牢廉洁防线。
提醒+谈话，筑牢“不想腐”思想防线。紧
盯重要时间节点，利用纪检监察网等渠
道，深入推进“节日提醒、廉洁提醒、警示
提醒”。开展日常廉政约谈、任前廉政谈
话等，加强干部教育管理监督。截至目
前，实施提醒、谈话等347人次。明察+
暗访，筑牢“不能腐”自律防线。围绕落
实“一岗双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方
面，对“关键少数”、重点岗位开展明查暗
访、随机抽查、突击检查，加大监督检查
力度。发挥派驻纪检监察组“前哨”“探
头”作用，近距离、全天候、常态化监督检
查。问责+通报，筑牢“不敢腐”惩治防
线。紧盯隐形变异“四风”问题，问题线
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公开
通报曝光一起。截至目前，查处4起处
理7人、通报曝光1人。设立举报箱、公
布举报电话，借力“互联网+”，截至目
前，受理信访举报 356 件。 宿 松

宿松县“三道加法”
筑牢廉洁防线

太湖县聚力引领“小油茶”变身“致富
果”。该县油茶种植面积超20万亩，规
划至2030年种植面积30万亩。繁育优
良品种。建立油茶采穗圃及实验林基地
900亩，栽植试验品种44个，选择7个优
良品种（系）进行繁殖推广。培育市场主
体。每年整合财政资金2000万元，撬动
8亿元社会资金发展油茶产业，涌现种植
大户453户、专业公司61家，初步形成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产业发展模
式。引用先进技术。与国内大院大所合
作，投资6000万元建立油茶深加工研发
中心，采用先进物理冷轧技术和组合脱
臭技术，年产高档精制茶油3000吨、高
附加值产品 5000 吨，年产值 5.6 亿元。
树立品牌标杆。现有注册商标18个，中
国产品质量放心品牌1个；拥有发明专利
8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 太 湖

太湖县聚力引领
“小油茶”变身“致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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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乡 视野村村

一个深山小村一个深山小村，，
如何实现脱贫致富如何实现脱贫致富、、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三新村三新村
给出的答案是给出的答案是，，因地因地
制宜制宜，，在老产业里挖在老产业里挖
““新机新机”，”，发展多元发展多元
化特色产业化特色产业，，并融合并融合
二二、、三产业三产业，，推动产推动产
业结构升级业结构升级，，最终打最终打
造出三产融合的农造出三产融合的农
业综合体业综合体，，让村民在让村民在
家门口实现稳定就家门口实现稳定就
业业、、有效增收有效增收。。

夏末初秋的午后，掩映在群山
中的三新村，刚刚经过一场大雨洗
礼，气温微凉、满眼翠绿。三新村位
于桐城市黄甲镇，是一个地理位置
偏远、产业基础薄弱的深度贫困
村。2014年，该村村集体经济收入
仅1.5万元，全村386户 1230人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249户808人。

2017年，驻村扶贫工作队进驻
三新村，经过一年多的调研，为三
新村量身打造出近中远期的产业
规划：近期重点推进香菇产业，申
报“桐城桔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中期引导村民发展地道中药材产
业；长跨度规划农业综合型企业，
突破产业结构单一的瓶颈。

一个个产业落地生根，三新村
有了显著变化，2017年实现贫困村
出 列 ，2019 年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34.68 万元，贫困户人均收入 12535
元。产业蒸蒸日上、生活欣欣向
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正在这里
有序衔接。

乡村老产业焕发“新生机”
从“难以维持”到“遍地开

花”，香菇渐成优势产业

走进三新村，一栋栋披着绿
色外衣的钢结构香菇大棚，格外
引人注目。

“这10个香菇大棚，是我们筹集
资金建设的，租给香菇种植大户，村
集体每年可获得租金3万元。”三新
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倪行介绍，村
后还有12个香菇大棚，也已建成发
包给了种植大户。香菇种植在三新
村已初具规模。

香菇是三新村的传统产业，上
世纪90年代，村里有很多村民因为
种植香菇挣了钱而搬出了大山。但
到2000年左右，香菇种植规模开始
急速萎缩，近些年，全村只有一户菇
农在坚持种香菇，种的量还很少，只
有两个大棚。

倪行下派到三新村后，深知
要脱贫必须发展特色产业。他在
调研中注意到了曾经种植红火的
香菇，也了解到了菇农不愿再发
展香菇的原因：香菇对种植技术
要 求 高 ，技 术 不 好 香 菇 产 量 低
下，收成难保证；没钱投资新建
大棚，现有的简易大棚夏天不散
热冬天不保温，还扛不住风吹雪
压；怕销路不好，种出来卖不出
去，投资打水漂。

倪行发现，桐城市香菇种植
基地很少，三新村完全可以重拾
香菇产业。为了打消菇农的顾
虑，他一一破解种植难题。没有
技术，他就联系专业人员前来进
行技术指导；没有大棚，他就跑
去扶贫办、农委筹集来 28 万元项
目资金，由村里建好大棚，租给
菇农种植；没有销路，他就借助
帮扶单位桐城市市场监管局，联
系商超解决销路。

刘昌义是三新村唯一一户坚
持种香菇的菇农，扶贫工作队解决
了种植香菇的技术、大棚和销路等
难题后，他决定先行先试，并扩大
了自家的香菇种植规模。2019 年
初，占地 2 亩的 10 个大棚建成后，
刘昌义承租大棚，种植了3万多棒
香菇菌棒。当年6月，第一批香菇
产出，仅 120 平方米的单个香菇大

棚一天就产出了260斤鲜香菇。喜
人的丰收场景，让刘昌义和倪行都
松了口气。

刘昌义种植香菇已有20多年，
原先自建的简易大棚，每年都会被
大风吹倒，被雪压塌，经常亏损，不
敢扩大种植规模。“如今，村里建的
大棚，冬天可保暖，夏天可降温，再
也不怕风吹雪压，这不仅让我降低
了种植成本，还增加了利润。”刘昌
义说，去年他收获香菇4.5万斤，纯
赚了近20万元。同时，还带动贫困
户 12 人就业，人均增收 5000 元以
上。今年，他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在
大棚里制作4层香菇架，已种植5万
棒香菇菌棒，预计年产香菇 7.5 万
斤，年产值将突破80万元。

在大棚里忙活的 70 岁贫困户
胡祥伯，去年开始就在这务工，做些
制作菌棒、采摘香菇的活儿，一年能
挣2万多元。

为了帮刘昌义延伸香菇产业
链，倪行帮他申请了商标，引进了
香菇烘干设备，还引导他印制包装
盒，制售干香菇，打造香菇品牌。

产业扶贫成效显著，三新村因
此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扶持。今年，
黄甲镇将桐城市委组织部扶持集
体经济发展资金（55万元）投放到
了三新村，该村又新建了 12 栋香
菇大棚（1560 平方米，含 5 层香菇
架），可容纳 10万棒香菇。现已建
成发包给种植大户，可为村集体年
增收4万元。

“我们鼓励贫困户从大户手中
转包或自我发展，让贫困户变‘要
我干’为‘我要干’。”倪行说，接下
来他们准备联合周边的杨头、水岭

村，在三新村打造占地8亩的连片
香菇产业基地，再建设20~30个高
标准大棚，并引进香菇烘干、深加
工等设备，预计年产业规模将达到
600万元以上。

因地制宜的“魅力”
为“桐城桔梗”申请地标，

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

三新村扶贫工作队在调研中
还发现，三新村有种植桔梗的历
史。桐城桔梗是地道中药材，体大
质坚，断面菊花纹清晰，药用价值
超常，属于同类中佳品。桔梗在黄
甲山区种植历史悠久，原《桐城县
志》对此早有记载。但因效益不
好，近年来愿意种桔梗的人已经很
少。在 2017 年之前，三新村仅有 1
名贫困户在种植桔梗。

发展脱贫产业要因地制宜。
经过一番调研论证，倪行觉得，桔
梗种植是一个可行性很高的产
业。怎样让它产生效益？他决定
从申请地标、擦亮品牌开始。

产业培育来不得急功近利，需
要经历耐心的过程。2018年开始，
倪行在帮扶单位——桐城市市场监
管局的支持下，和村“两委”一起，收
集县志、检测报告等证明，写文字材
料，多次联系对接，为桐城桔梗申报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目前地标已获
得《受通书》，即将申请成功。

“该地标申请成功后，可以提高
桐城桔梗的辨识度和附加值，价格
能上浮10%~90%。”倪行告诉记者，
村集体率先试种了15亩桔梗，去年
7月，桔梗成熟后，他们制成1斤干

桔梗，寄给有关部门检测有效成分，
检测结果显示，该村仿野化种植的
桔梗有效成分高出国标30%。

品牌和品质有了，倪行开始发
动村民利用闲置零散土地种植桔
梗，目前，三新村桔梗种植面积已
达75亩。

为帮助村民解决桔梗的销路，
倪行和村“两委”干部还前往亳州
拜访药企，最终和一家药企签订了
桐城桔梗收购协议，协议明确三新
村所产桔梗由该公司按照市场价
统一收购。预计桔梗亩均收益可
达2000元以上。

近几年，随着产业纷纷落地，
从前只靠种植茶叶为生的三新村
村民，开始有了更多选择，到 2019
年底，该村仅有1户 1人未脱贫；该
村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在逐年提高，
去年为 34.68 万元，今年预计可突
破50万元。

脱贫之后，实现乡村振兴，需要
更长远的产业规划。倪行经过多方
考察发现，三新村的绿水青山，是可
以长久挖掘的资源。他引来浙江客
商到村，打造农业综合体项目。

三新村综合体规划面积 1800
余亩，预期投资 1.1 亿元，规划为 6
年，拟发展西湖龙井茶园、鲜果采
摘园、中药材基地、民宿、森林康养
区等。目前一期已投资现金 1400
万元，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有序
进行。一期竣工后，可直接带动25
名贫困户长期固定就业，季节性带
动120多名贫困户短期就业。倪行
说，项目三期全部建成后，可拉动
全村村民就业从业，今后村民的收
入肯定会再上一个台阶。

三新村脱贫有三新村脱贫有““新路新路””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查灿华 通讯员通讯员 潘月琴潘月琴

三新村脱贫有三新村脱贫有““新路新路””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查灿华 通讯员通讯员 潘月琴潘月琴

近日，记者走进怀宁县金拱镇
白莲村电子商务服务站，几位村民
正陆续前来取走自己的快递包裹，
服务站负责人程正旺热情地招呼
着往来的村民。

这个电商服务站，就建在程正
旺开的小型商超里，对面就是村党
群服务中心，此处位于村里主要道
路交汇处，人流较密集，交通也方
便。去年，36 岁的程正旺经过村
推荐，参加电商服务站运行培训，
正式成为白莲村电商服务站负责
人，服务站于去年12月正式运行。

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个
大显示屏，电商服务站承担起了一
个村的快递收发、代购、代售等业
务，将村民和互联网串联起来。

“一天最多有 20 多件快递送
来，最少也有四五件，好几家快递
公司都能送件到村里来，每天下
午都有厢式货车将快递送过来。
如果本村有寄快递的，就一并带
走寄出。”程正旺说。

对于程正旺的小型商超来
说，开设电商服务站方便了他们

进货，也方便了网上购买家用物
品，他和妻子一个月网购不少于
100件物品。

过去，他要到金拱镇快递网
点或者怀宁县城网点去取快递，
白莲村到镇里有 10 公里的路程，
十分不便；去县城网点取快递，
路程更远，有的网点设在工业园
区，找起来更不容易。现在，“电
商快车”开到了家门口，不出村
就能很方便地取件。

“现在真是太方便了，在家门口
都能吃到海南的新鲜芒果了。”在金
拱镇王山村电商服务站，前来服务
站拿快递的63岁村民王志宏说。

王志宏夫妻二人均年过花甲，
现在一心在家带孙子，儿子、儿媳在
外务工。儿子经常寄些时鲜水果回
家，由于距离镇上快递网点较远，王
志宏以前取快递很麻烦，有时快递
取回家，部分水果已经烂了。随着
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物流“最后一
公里”被打通，王志宏等村民直接获
得了农村电商快速发展的利好。

农村电商服务站在承担物流

功能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同时，还
能在一些平台上帮助出行不便的
农户购物，同时，农户的农产品也
能通过网络销售出去，从而增加农
户收入。

程正旺说，村里的留守老人
多，他们有的不会网购，在他的商
超里买不到的物品，也可以托他在
网上代购，现在每个月他代购的物
品都有 60 多件。村民家里的香
油、粉丝、红薯粉等农产品，也可以
通过网络卖出去。

农村电商建设自2018年纳入
省、市民生工程以来，在我市农村
地区逐步覆盖并提质增效，打通
物流运输“最后一公里”，推动农
产品“上行”，并带动农民就业创
业，拓宽增收渠道。

目前，金拱镇已建成村级电
子商务服务站 11 个，特色农产品

“上行”能够到达全国各地，贫困
户在引导下也能通过电子商务销
售产品增加收入。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程曙义

“电商快车”开到家门口

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个大显示屏，一个电商服务站承担

起了一个村的快递收发、代购、代售等业务，将村民和互联网串联

起来。农村电商建设自 2018 年纳入省、市民生工程以来，在我市农

村地区逐步覆盖并提质增效，打通物流运输“最后一公里”，推动农

产品“上行”，并带动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怀宁县
秀山乡积极倡导文明用餐，深入开展“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连日来，该乡组织青年志愿者在辖区内食堂、饭店等餐饮重要场所张贴

“文明用餐、拒绝浪费”“公勺公筷、卫生健康”等宣传警示牌，摆放宣传标
语摆件，并提醒消费者“不剩菜不剩饭”“吃不完打包”，全力营造“文明用
餐，从我做起”的良好氛围。

据悉，此次志愿服务活动共张贴宣传牌 100 余份，现场劝导不文明行
为 20 余次，“光盘行动”在当地逐渐深入人心、外化于行。

通讯员 檀志扬 程玉姣 摄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三新村中心村庄。 通讯员供图


